
义教阶段人工智能模块教学实践与探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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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单元学科核心素养]

通过分析不同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，了解数据、算法和算力三大技术基础的

作用，以及搜索、推理、预测和机器学习等常见的人工智能实现方式，正确对待

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与安全挑战（计算思维、信息社会责任）。

[单元学业要求]

能识别身边涉及图像处理相关的人工智能应用，理解人工智能与现实社会的

联系。知道目前常见的与图像处理相关的人工智能实现方式。

[单元内容要求]

通过认识身边的人工智能应用，体会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帮助人们以更便捷的

方式投入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中，感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

影响；初步学习人工智能中机器学习等实现方式。

[本课教学内容与学情分析]

本课为“图像处理基础”单元教学设计中第 4课时。在“图像处理基础”前

期的课程中，学生了解了像素、像素值、分辨率和坐标等概念，也了解了灰度图

像和彩色图像的表示方法。本节课则是基于这些基础知识，向学生介绍了生活常

见的应用——人脸贴纸是如何在计算机中实现的。在课堂中学生去分析人脸贴纸

的步骤有哪些，了解计算机进行人脸检测的实现方法以及人脸关键点技术的相关

概念，最后让学生利用 Python 语句在实验平台中为自己的人脸实现了贴纸应用，

——以《人脸上的秘密——人脸贴纸应用》一课为例

本课为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模块九“人工智能与智慧生活”的教学实

践。课标中该模块包括“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常见应用”“人工智能的实现方

式”“智慧社会下人工智能的伦理、安全与发展”三部分内容。针对“人工智能

的实现方式”内容设计了以“图像处理基础”为主题的单元教学，共 5课时（见

图 1）。



体会身边的人工智能技术。

由于课堂中需要学生利用 Python 语句实现人脸贴纸应用，代码较多且编程

时需要使用一些未曾接触过的新函数，这可能对学生存在一定的难度。然而该年

龄段的学生求知欲强，喜欢新鲜有挑战的课堂活动，本节课堂内容人脸贴纸应用

贴近生活，有趣新颖，也易激发学生学习探究的兴趣。

[教学目标]

1.能简述实现人脸贴纸的步骤。（计算思维）

2.能描述计算机进行人脸检测的方法。（计算思维）

3.能理解并能修改代码实现人脸贴纸效果。（数字化学习与创新）

4.感受到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。（信息社会责任）

[教学策略分析]

课堂教学路径如图所示（见图 2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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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教学过程]

一、引入

教师布置课前活动（见图 3），学生利用所给代码运行程序，查看运行结果，

体验人脸贴纸应用（学生看到的运行效果“男孩脸上贴上小丑鼻子贴纸”见图 4），

引出本节课的主题“探究人脸贴纸背后的技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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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探讨人脸贴纸步骤

教师展示某 APP 中对动态人像做人脸贴纸的动图，并提问：想要成功实现人

脸贴纸，需要哪些步骤。

学生观察动图并思考，预设回答为找“人脸在哪里”→找“五官在哪里”→

贴图。

教师归纳人脸贴纸步骤，引出人脸检测（找人脸）与人脸关键点（找五官）

两项技术。

三、新授人脸检测

教师组织“汉字找不同”游戏——在一堆‘睛’字中找‘晴’字（见图 5），

并邀请学生回答自己找到‘晴’字的方法。

教师介绍“滑窗法”来找‘晴’字，并配合教具模拟滑窗过程。类比学习，

计算机也是利用“滑窗法”找到图片中的“人脸”，并请学生简述计算机在图片

中找“人脸”的过程（见图 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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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新授人脸关键点

教师开展课堂活动 1“读一读”，学生通过阅读提供的文字材料，完成有关

人脸关键点的填空（见图 7），了解人脸关键点检测精度，对计算机算力要求等

知识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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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代码探究

教师讲解函数：face_keypoints()和 pic_combine()。并开展课堂活动 2“分

分段”：阅读并理解代码，将代码按功能进行分段填空（见图 8）；开展课堂活动

3“排排序”：将不同的运行结果图片编号填入到对应的位置（见图 9）。通过这

两个课堂活动来帮助学生理解实现人脸贴纸的程序，为之后的实践做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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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平台实践

教师布置实践任务：进入实验平台，上传自己的个人照，修改任务单中的代

码，选择贴纸，完成人脸贴图实验（任务单见图 1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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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总结拓展

回顾总结本节课所讲的内容，并为人脸检测与人脸关键点的应用做拓展介绍：

利用人脸检测找到人脸区域来更改 RGB 三原色的值做美白效果；利用人脸关键点

找到脸部轮廓的关键点像素位置进行偏移实现瘦脸效果等。

[教学反思]

本节课以身边的人工智能应用——人脸贴纸入手，为学生介绍了计算机是如

何实现人脸贴纸的，着重介绍了人脸检测与人脸关键点技术，并最后让学生在平

台上通过修改代码实现了为自己的人脸贴纸的效果。本课例旨在通过理论学习与

课堂实验相结合的方式，来帮助学生认识身边的一些人工智能应用，了解人工智

能相关的技术知识，从而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。

为了保证本节课节奏的流畅性以及课程面对的是六年级学生，为此在知识点

上做了部分取舍，导致部分知识点介绍的不完整。例如滑窗法部分，舍弃了多尺

寸滑窗的介绍，当图片中人脸大小不一，需要用到多尺寸滑窗来确保找到所有人

脸。后续需要思考如何调整课堂环节将知识点补充进去，确保知识点的完整性。

以及最后的总结环节，可以让学生自己说说人脸检测与人脸关键点的应用，

这更能调动学生的思考，帮助学生感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

响。


